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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极考察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了，

在此期间无论是南极科学考察研究还是后勤支
援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确立了我国在国

际南极事务中应有的地位。随着中国南极考察

“十五”期间能力建设项目的启动以及国家财
政对南极考察投入的逐步加大，公众对于我国

南极考察事业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如何贯彻落
实国家海洋局领导的重要指示，科学化、规范

化、制度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地管理南极科学

考察站，更好地服务于南极科学考察事业，是

摆在我们面前既艰巨又神圣的任务。

一、科学划分考察站的组织结构

只有明确考察站的组织结构，才能科学有

效地开展管理。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考察站

的组织结构缺乏连续性和一贯性，这就导致了

管理的不便和管理效率的不高。
为强化管理和提高效率，考察站人员可以

分为由上次队的越冬队员组成的越冬队和由本
次队的度夏队员和越冬队员组成的度夏队，其

中，度夏队中的越冬队员在上次队的越冬队员

和本次队的度夏队员离站后组成越冬队。越冬

队由越冬队长负责，度夏队由度夏队长负责。

考察站在夏季期间的总负责人为度夏队长，越

冬队长协助，越冬期间的总负责人为越冬队

长。度夏队离站前一周，本次队的越冬队员与
上次队的越冬队员进行工作交接。

度夏队按工程需要，可以设置工程一班、
工程二班等各班；越冬队设置站务班(管理
员、厨师、医生、通信技术员和其他工程人员

等)、机械班(发电机械师、电工、车辆机械
师、水暖工等)和科考班(各项目越冬科考人
员)。

二、确定考察站的岗位规范

明确考察站各个岗位的责、权、利，能够

充分调动队员的积极性，完成考察站的各项工

作。结合考察站I作的实际情况，在认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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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组织人员起草编写考察

站各个岗位的岗位规范，内容包括工作职责、
工作联系、报告程序、绩效标准、选拔条件和
要求等。

三、严格规范地遴选考察队员

公平、公正和公开地选拔考察站各个岗位

的队员是考察站管理的重要保证。首先要制定
切实可行的选拔程序，经过个人申请、单位推
荐、背景调查、政治审查、业务考核、心理测

试、身体检查、领导决策等步骤，选拔合适人
选，确保考察站各岗位队员能够按要求履行岗

位职责，完成考察任务。
四、加强考察队员的培训工作

考察队员的培训大致可以分为生存培训和

专业技能培训。生存培训对于考察队员安全平

安至关重要，专业技能培训是考察队员履行岗

位职责的基础。在培训方面，尽管已经有了大
量成功的经验，但需要加强的方面有：程序的

规范、教材的编写、器材的准备、师资的组
织、培训的考核等。

五、健全完善管理制度

应当结合考察站现状，参考业已实施的各

项管理规定，在借鉴国外考察站先进的管理制

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考察站要览、环境保护

措施、设备设施操作手册、野外考察手册、急
救手册、管理规定等方法，完善考察站的各项

管理规范，确保考察站的管理有章可循。
六、科学地采用现代化的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现代化手段被应用于管理领域，其中现代化

设备的使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互联网的
应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考察站
的管理需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念。例

如在国内基地、考察船和考察站的物资仓储方

面采用现代的物流技术和手段，提高了效率；

建立考察站物资和人员管理数据库系统，实时

   



地保持联系；采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技术，拓

展清洁能源的应用，保护南极环境等。
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现代管理制度崇尚以人为本、无为而治。
考察站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也需要引入现

代管理技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通过倡导和维持规范性的行为标准，建立一个
有创造性的、和谐的群体。

八、借鉴国外考察站成功经验
世界上有许多南极考察的先进国家，它们

在考察站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值
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如日本建立了职业

化的条件保障人员与公开招募的流动人员相结
合的极地考察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体系。有力
地保障了南极光研究、臭氧洞发现、南极陨石

收集和内陆冰芯深钻等具有日本特色的南极考

察研究项目，创造了50年死亡1人的南极考
察安全纪录。

九、建立考察站专家咨询机制

重大决策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是多年来南
极考察决策部l'-J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
南极考察事业5k出现伤亡事故的保证。在新的

形势和要求下，必须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这一
传统做法，并加以创新和发展。通过建立由各

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南极考察站管理咨询委员
会，审核考察站发展的各项计划和规划并针对

具体管理情况，提出相应的专家建议，为决策

机构和管理部门提供参考，尽量避免出现决策
失误。

十、设立有效的应急指挥系统

南极考察站许多潜在的“危险”和“损

失”隐患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并且可能会有
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所以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在思想上、组织上、措施上、行动上要有
充分的准备，以应付突发情况的发生和处理。

具体的措施有：把解决“危险”和“损失”
的关卡前移，减少和避免“危险”和“损失”
发生的可能性；建立“南极考察站应急指挥

系统”，x,-J-已经发生和有可能发生的“危险”

和“损失”及时地作出正确处理，把“危
险”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十一、建设高效的国内管理队伍
结合改革的精神，组建高效、精干、敬业

的南极考察站国内管理和后勤保障的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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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明确职责、岗位和工作关系。在突出职业

化和专业化特点的基础上，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法，以非常规的思路培训管理人
才，适应事业发展的需求。

十二、切实做好档案的收集归档

管理南极考察站时所形成的档案资料是国
家的宝贵财富，是南极考察活动的真实记录，

是考察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要依据国家档案法和南极考察档案资料

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考察站日常管理、基本
建设、设备设施档案管理实施细则，包括归档

范围和实施办法等内容，并认真加以贯彻落
实。

十三、强化南极考察的人脉联系

中国南极考察后勤保障工作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与许多有业务关联
单位和个人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也是

管理南极考察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为此，
要在保持与有关单位和个人沟通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宽渠道，争取得到更多的单位和人员的
理解、认可和积极参与。

十四、实现考察队员职业化目标

考察队员职业化是国家海洋局领导的要

求，·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要在吸收国外成熟
经验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况，制定出细致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初步设想
是首先从考察站常务站长职业化着手，进而推

广到其他各个岗位人员。经过严格的选拔程

序，各南极考察站均任命一名常务站长。该人
员在度夏期间担任考察站度夏队长，指挥和协

调考察站的度夏任务，度夏结束后，返回国内
组织、协调考察站下次队的各项工作。

十五、重视南极考察的环境保护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重视
环保问题，于1992年起草了《南极环境保护

公约》，并得到所有南极考察国家的签字和批
准，于1998年生效。近几年来，各国都很重

视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环保设施及严
格的制度。我国考察站在环境保护方面还有较

大差距，需要x,-J-站区建筑及设施进行全面的更
新与改造同时，制定严格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

护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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